
第 22卷第 4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          V° l.22,No。 4

199s年 10月   Jour:1al° f Sichuan NOr而 al UnivcⅡ ity(Philosophy and Sooial Sciences冫     OCtobcr,1995

式论高三语文的后期复习教学

内容提要 高三语文的后期复习教学,指 毕业会考后到高校升学考试这丁阶段的

语文复习教学。这一阶段中的语文教学有其特殊要求∵在增大复习密度的同埘 ,应 着力

抓好复习环节和复习方法;应 把强化思维训练融于变化多样的实践行为之中;还 要注

意把强化复习速度与培养学生复习兴趣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取得后期复习的最佳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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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审视和考察中学高三语文的后J明 复习教学工作 ,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矛盾 :△方面 ,学

生需耍强化的综合性复习练习,是一种紧张的脑力劳动 ,也是一种复杂的思维训练 ,它耍求学生

充分运用大脑和其他感官积极参与活动 ,在学习时保持高度的兴奋感 ,有助于注意力、思维力、认

识力和求矢n欲全而投入积极状态。另
一

方面 ,长 时问高度紧张的各科复习,大量知识与信息的存

入 ,必然给学生的大脑带来一定程度的疲劳 ;力Π上若干外在因素(诸 如信心不足、烦躁不安
`忽

视

语文的竹绪等等)的 彩响 ,在部分学生中出现了节奏放慢、懒敞消极、放任自流的倾向。这种倾向

会抑制学生思维的主动性和进取性 ,让他们处在胆怯慌乱、思维不集中的心态中:这是高三后JU刂

语文复习的大忌。∴            j                j
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加强语文的后期复习教学。所谓高三语文的后 }妙l复 习教学 ,实际上是

指毕业会考后到高校升学考试前这△阶段的整个语文教学 ,也就是最后对学生思想粘神的鼓励 ,

知识的积累熟悉 ,智 力与能力的转换综合,思维技巧的点拨 ,适应环境的心理调整 ,以 及对教材的

知识重难点1能 力考查耍点等诸方面的最后的统筹安排、运作计划的实施:这些工作的具体做法

可以概括表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在i曾 大复习密度的同时 ,抓好复习环节和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 ,生命本质在于新陈代谢的运动。根据巴市洛大学说 ,大脑在运用时 ,神经受

到刺激 ,容易产生兴奋 ,增 强条件联系 ,从而促进人们
“
认识反映系统

”
的开拓与发展。反之 ,长 期

“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
,脑 神经经常处在抑制乃至半休眠状态 ,将会逐渐荒废其智力。大脑的这

工“
用进废退

”
的规律告诉我们,强化复习密度是必耍的。但是 ,如 果忽视数量和内容上的适度性 :

又会损伤学习主体的脑力和体力。所谓
“
欲速则不达

”
,来得快 ,忘∴彳导也快 ,指 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何把握与处理好二者的尺庋 ,是高三语文后J叨 复习教学的首要课题 :耍保证学生在有限的

时问内尽可能达到增加知识总量的目标 ,通常的作法是增大复习内容的密度 ,【浒加单位复习时问

丶叉宁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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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含显。然而 ,作为高三语文的后期复习教学 ,仅靠上述作法是不够的。为了使学生在知识
总量增加、掌握大量知识点的同时不致引发芜杂、倦怠的消极心态 ,还必簪要求教师随时观察和
辨识学生的复习情绪和复习状态 ,及时消除疲惫烦乱的复习征兆 ,在 加大复习密度的同时 ,注意
提高复习质量 ,抓好下述复习环节 :

笫一 ,课堂复习形式。心理学家认为 ,学生的学习是ˉ个个体
“
认识反映系统

”
运作的过程。这

个系统和过程中包含了观察、思维、记忆、想象与创选等耍素。在高三复习后期 ,我们耍使这些智
力要素有机地结合发展 ,达到系统和过程的优化水准 ,就必须充分调动学习主体各种感知器官的
积极性 ,让学生的复习活动成为有计划、有指导、有组织的科学活动。所以,我们高三后期语文复
习的课堂形式必须是多样而生动的。教师在安排复习计划时 ,应该运用多种多样的课堂复习形
式 ,注意将

“
讲

”(教师精讲 )、
“
练

”(学生精练 )、
“
看

”(学生读教材、学习笔记和补充知识 )、
“
记

”(系

统记忆)四者结合起来 ,避免
“
满堂灌

”
倾向和

“
填鸭式

”
作法。只有这样 ,才 能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听

(讲 )、 看 (书 )、 动(手 )、 思(考 )的 能力,最大限度地获得优化的复习效果。

笫二 ,课后复习方法。英国学者 T· 布赞在《充分发挥你的大脑潜力》一书中说 ,加强记忆的
一个基本原则,是把需要记忆的事物联接成为系统 ,并突出其特点。在这里 ,英国人强调了知识记
忆的吸收、选择、贮存、编码和提取的科学过程。只有i笠循这样的原则 ,才能达到复习的最好效果。
因此 ,要特别注重高三学生课后复习的系统性和整理比较这一重要环节。捉高学生课后复习质
量 ,不仅要求他们能自觉抓紧课后语文复习,而且耍求教师能够给学生留足课后复习时问 ,教会

他们掌握进行知识小结、归纳入档、形成知识板块的方法。善于将所复习的知识点、线、而结合起
来而形成系统 .达到易于记忆、易于自我复习的目的 ,从而增加后|0l复 习的效果。例如我们要求学
生整理

“
古典作品知识点一览表

”
、
“
现代作品知识点一览表

”
、
“
语法重难点笔记桁耍∵等。还要求

学生按文体分类 ,将高中三年的知识卡片重新组合订册。这样纵横结合,点 面结合,知识就没有放
在

“
杂货铺

”
似的大脑中,而是井然有序合理贮存 ,以 各随时检索、回忆。按照上述作法 ,学 习主体

后期的高密度复习的效果就是良好的。

二 J巴 强化思维训练融于变化多样的实践行为之中           :
恩格斯说 :“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 ,同 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佯又是有限

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标来说 ,是至上和无限的 ;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
现实来说 ,又 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
可见 ,强化思维训练是高三学生后期复习教学中必须狠抓的

又一工作重点。只有依靠学生思维深度意识的增强、独立思考能力的提高 ,才 能最大限度地巩固

其复习效果 ,才能减轻其复习压力,让学生在体味思维乐趣的同时 ,把所复习的知识切实的掌握
在手 ,将能力和智力进一步提高 ,将思维能力努力向

“
至上

”
与

“
无限

”
靠拢。        ∷

然而 ,离三语文后期复习中的思维训练 ,毕竞跟中学六年语文教学中的思维训练不尽-致。
其独异之处在于 ,它更注意高三语文后期复习的系统性和实践特征。这种特异性的心理基础在
·于 :思维智力是脑神经信息活动的转换与传递的综合作用 ,它主要体现在

“
认知反映系统

”
的活动‘

过程申;而能力则是人的实践行为中某种活动的转换与传递。因为认知反映与实践行为是统△认
识过程的不同阶段 ,前者需要通过后者施行运作与检验 ,后者需要前者的迦论指引与

·
完善。所以

二者必须互相依存 ,整个学习过程才是高效率的。从高三语文的后期复习实践看 ,我们主要通过
“
按文体复习

”
和

“
作文审题训练

”
来进行 ,并应坚决贯彻

“
因材施教

”
的教育法则°具体言之 -就在

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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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相 对集中地按文体样式系统地精讲文章分析法 ,并耍求学生精练
“文章分析

”
”巩固其

对具体文章篇目的理解分析和认识归纳能力。教师应根据文章体裁样式集中安排复习计划 ,学生

练习时尽量做到
“
现做 1现评、现议、现小结

”
。这样 ,学 生能及时发现自己的思维的误差 ,并及时得

以纠正 ;而教师则可以及时得到信息反馈 ,并 及时帮助指导学生进行正确思维 ,让其寻找到自己

独立分析文章所应掌握的那些带有规徘性的角庋和方法 ,获得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和自信。这种

强化式的思维训练 ,既 可避免因重复篇 日分析给学生带来的心理厌倦 ,又 能帮助学生苋服所谓

“坐飞机
”
式的分析而引起的慌乱与胆怯。

笫二 ,强化作文审题的思维训练。高三语文进入后期复习阶段 ,应避免一种普遍性的倾向,即

以教师猜测高考作文出题方向未代替学生的作文写作训练。正确的方法是 ,教师应在保证周周

作文 ,用 周评讲 ,并要求学生人人动手 ,适庋自我评改的前提下 ,十分注意强化作文审题的思维训

练。高三语文的后期复习中的作文训练 ,可从规定审题的思维步骤、指示审题耍点开始 ,并据此对

学生进行文体入辂训练和内容入格训练 ,让学生反复审题 ,确 定要点 ,拟 出提纲 ,形 成文章的半成

爵:或成品。同时 ,设 工作文练习时 .还 应该注意变化训练的形式 ,如综合性大作文和片断性小作文

结含,整 体训练和局部训练纬合,内 容段意提纲与大小论点捉纲结合,以 及一题多作、比较体裁异

同写法等等 ,使学生既练了笔头 ,又练活了大脑。例如在作文文体训练时 ,两节以《习惯》为题的作

文谏 ,前 5O分钟 ,教师谪学生分组书面完戍议论、记叙和说明三种文体的文章写作思路、捉纲和

中心 ,然 后成文。在此期问 ,教师巡视并作下一步评议的记录。后 40分钟 ,选各组有代表性的作

文宣读 ,教师评点 ,总、结各种文体的一般特点 ,重点 ,难点 ,成功或失败原因。这样的训练 ,学生感

到又思考 ,又 动手 ;又有系统整体性 ,又 有具体实践性 ,收获不小。

笫三。针对教学对象智力的差异 ,提出不同要求 ,分类辅导。
“
因材施教

”
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

要原则,也是高三语文后J甘l复 习教学中不可忽视的原则。强化思维训练是一个及时纠珥学生思维

谬误、引导学生正确思维的过程。在整个高三语文后lrJ复 习阶段 ,耍求教师n匕 够针对学生思维能

力的差异 ,分别提出具体耍求 ,分类辅导 ,分类提高。对于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 ,主要耍求他们能

够通过有选择性的做题来查漏补缺 ,不断增加思维深度 ,进而获得一种
“
思维自山

”。而对思维能

力较差的学生 ,则应强化基础训练 ,甚至不妨从字词句入手 ,从段落划分、归纳段意、确立革题着

Ⅱ艮,帮 助他们理清文章思路 ,掌握课文内容 ,进而把握语文学习的一般方法与规徘。j苤 种
“
因材施

教
”
的作法 ,能够帮助学生明确自身的知识缺陷 ,从而收到较快提高其思维能力的效果。   ∷

三、把强化复习速度与培养学生复习兴趣结合起来

商三语文后JUl复 习是一种强制性的快节奏训练。它要求增大整体训练量、强调单位时问内完

成练习的速度 ,迪使学生具各快看、快想、快动手的能力。接受这种训练的高三学生 ,承受着任务

繁重、时问紧迫、要求严恪的沉重压力,并 囚此随时处于身心高庋紧张的状态中。

现代心列Ⅱ学告诉我们 ,任 何一种强制性训练如果不能唤起参与者主动投入的兴趣 ,则 绀果不

是事倍功半就是适得其反。对于高三语文的后期复习教学来讲 ,面 临的正是这样一种严峻的挑

战 ,即 怎样做到既能不断捉南学生语文后期复习的速度 ,又 能减轻学生的身心压力呢?

根椐教学实践 ,我 们认为耍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注忠做好下述三方而的工作。

笫一 ,合理安排 ,严格要求 ,千方百计提高学生的复习速度。在整个高三语文后期复习阶段 ,

教师首先应当制定出一个十分合理的复习时问表 ,并严格规定完成各个复习阶段复习任务的详

尽要求。有了时问表和具体要求的规定后 ,所要做的则是强调单位时问内完成各种训练的速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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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检查°例如 ,大作文 4s分钟 ,小作文 zO分钟 ,不合格者 ,重新训练 ,教师并与这些学生⊥起分

析原因。周用如此训练 ,学生复习的整体速度必然会逐渐加快。而动手慢思维慢的学生 ,改进也

很显著。

笫二 ,疵教于乐 ,培养兴趣。强调单位时问内完成练习的速度 ,必然出现整体训练
“
f±r”的增

大。要使学生能始终保持旺盛的桁力,必须提高学生复习、练习的兴趣。例如 ,两课时文言文课文

复习 ,就辅以一节双句成语的训练 ,曲 教师说上句 ,学生依次接下句。这样 ,全课堂气氛活跃 ,学 习

积极性顿时又高涨起来。最后的结呆是 ,一节课时问内学生竞然能练习 250多句成语 ,并且引发

了他们在课后将不熟悉的成语逐一记住的自觉性。这样富有变化的设计复习安排 ,效果是不言而

喻的。

笫三 -表扬为主 ,鼓励为先。心理学家们早就指出:当 孩子有一定的臼主能力并只靠~白 己时 ,

智商就会提高。还说 :只 有当学习者知道学习的结果如何时 ,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在这里 ,专家

们特别强调学习主体自身积极性的充分调动。因此 ,我 们在后J叨 语文复习时也要特别注重这一规

律。例如 ,写作文是高三理科班学生最头疼的事 ,怎 样让他们能积极主动地快写多练呢?那就要

以表扬为主 ,鼓励为先。作文训练的后JVl评讲中,不能只评讲写得好的。对于那些作文整体水平

有明显进步、甚至局部写得好的学生 ,更耍特别加以表扬和鼓励。为此 ,教师不妨多花力气精批细

改一两份作文 ,边评讲边肯定边表扬 ,让学生自我感受到点滴进步 ,让 f也 们自己被自己的文章感

动 ,从而【浒强写作信心 ,提高写作兴趣:周月有作文 ,月 周有评讲的办法 ,使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得

到了稳步的提高。写作的速庋也就随之加快 ,质量也会稳步上升。

教学是一门科学 ,它 具有特定的规徘性和逻车[}性 。同时 ,教学又是一门艺术的双边活动 ,它应

具有讲究构思设工羽l方法的
“
关

”
。语文教学也不例外 ,特别是高三语文复习就更应该注重这两点

的结合。它的关链在于在继续强化综合性复习训练的同时 ,十分讲究复习计划设置安排和方法上

的艺术。即在继续强化知识信息的复习密度、增强思维的深度和紧张度、增快完成练习的速庋的

同时 ,必须随时注亚安排复习计划的灵活性和复习形式方法的多样性。只有这样 ,学 生才能及时

调整复习节奏 ,克服疲劳、厌倦、松敞的i苻绪 ,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的高效率的运作有序的学习态

势 ,始终处在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中,从而IR得后期复习教学的最佳效果 ,使学生充满信心地去

迎接高校升学考试的检验。


